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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对青海湖水位下降的影响。 

周立华 陈桂琛 彭 敏 h ， 
— —  — —

— ～  』 5 厶 ，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培c生物研究所，西宁810008~ 一 
提要 青海胡是我国最大的由陆潮泊，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隅．近三十年来由于自然要 

素和人为活动的影响 ．搠周生态环境急剧退化，湖水位下降进 3 35m，湖面收缩 约 300多 km 。 

摄据调壹研兜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料，青海{lI5多年平均亏水量 4．36×1o。m ．而人为话动耗水量占 

亏水量的 8．7 ．仅 占湖面蒸发量的 1 ．所以+人为耗水与潮术位波动无明显相关，期水位下降 

虽然是综合效应．但主导因素是气候变化，并导致湖周生态环境的恶化 

关蕾词 ，!!!  ̂ 胡 变 生查堑堡 

青海湖地区在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在黑马河、江西沟一带的黄土层中发现石器与术 

炭)。自古以来 ，羌、吐谷浑、藏等少数民族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 

文化。从考古出土的珍贵文物和古城池(海晏三角城、尕海城，刚察的古阳城，共和石乃亥的 

石头城及铁 h恬的伏俟城——为晋、南北朝、隋、唐四个朝代时吐谷浑族历史上最悠久的国 

都)，以及多处古代岩画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尤其是青海湖南、北两岸曾为有名的丝绸南路 
— — 青海道和唐番古道必经之地，对联系西域、吐番和中原文化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驰 

命走驿，不绝于时，自古以来常盛不衰 青海湖一向被少数民族作为神灵朝拜。自唐玄宗天 

宝十年(公元 751年)后，历代王朝对青海湖都有封号。到了清雍正以后，每年派钦差大臣千 

里迢迢来举行隆重 祭海 仪式+青海湖便成了民族 团结的象征，确为昌盛之处 ，真是 春色茏 

葱四望青，远山压雪玉为屏，东风几度干崖静，绝岛羌声咏治平。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气候之改变 ，干旱 日益严重 ，周围河水减少 ，湖水面蒸发量增大，湖 

面逐渐退缩，沙堤不断增多，草质渐差。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由于 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的影 

响，湖水位下降3．35m，湖水面积缩小300余km 。湖周围草场退化面积达4O ，每年减少的 · 

产草量达 6×10。kg 鸟岛连陆，名存实亡。渔业频临绝境，牲畜品质和生产水平逐渐下降，沙 

化 日益严重。 

由于青海潮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将会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造成障碍 青海湖水位以惊 

人的速度下降，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人类经济活动对青海湖地区的水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入湖水量的减 

少。关键在于人为耗水量究竟对湖水位下降影响有多大，在湖水位下降过程中，人类经济活 

动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是我们所要研究的主题 。根据 l 988一l 990年野外实际调查和观察 

数据分析，我们认为青海湖水位下降，人为活动不是主导因素，自然因素是主要的。近几十年 

来人类活动日益频繁．使水资源在青海湖地区重新分配并影响其入湖水量。所以青海湖水位 

叮) 文中表 2．期水盈亏量和朝面海拔高度数据由青}孽省柬丈总坫提供 ，圈 1由西北大学地理系餍笃强阿意提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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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 周立华等：人类活动对青海湖水位下降的影响 

图 1 青海潮地理位置 

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nlfl~i Lake 

下降是由自然和人为活动共同造成的复合结果。人为活动在湖水位下降过程中的作用，直接 

耗水量并不是主要的，而关键在于人为活动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生态 

环境日益恶化，从而逐渐形成生态灾害，诸如森林破坏、草场退化、土地沙化等引起的综合性 

自然灾害，所以人为活动在湖水位下降过程中的作用既是间接因素，也是诱导因素。人为活 

动引起的这些生态环境效应，或多或少都对入湖水量产生影响，例如森林破坏后对河流水量 

产生直接影响，随着森林面积的缩小 ．山区气候转干，降水量减少，影响地表径流 ，布哈河就 

属于这种情况。其他一些河流，尤其是一些间歇性的河流，多半都与植被破坏有一定关系，这 

便是人为活动的间接性与诱导性。所以青海湖近期水位下降是自然条件变化和人为经济活 

动的综合反映，而在自然条件中，气候是主要因素。 

从整个地质历史时期来看，青海湖的消涨主要取决于气候因素，即暖、冷、湿、干的变化． 

当降水量有所增加、气温降低、蒸发量相对减少时，促使地表水量增多，湖水位上升，湖水面 

积随之扩大。反之 ，湖水位 下降，湖水面积缩小。青海湖经历丁漫长的形成演讫过程和具有 

悠久的地质历史，现在青海潮的退缩主要是近百年气候暖干化所造成的。只是历史长河的一 

瞬间，不过与以前的差别，主要是迭加了人为活动的影响。 

1．人为活动耗水量对湖水位下降的影响 ：、 

人类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耗水量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鼯，涉及面广，综合性很强，除了直 

接耗水外，尚有许多闻接耗水。伪如修筑水库．引水灌溉管理不善．造成漫漉 轵水．大求梗灌 

等都会使蒸发面积增大。各类人工水渠渗漏增加了土壤蒸爱面．形成不必墼鲍耗水，造成浪 

费。为丁便于计算．将人为活动耗水分为四个方面：即生活、牧业、农业和工业用水。1949— 

1987年，人为活动总耗水量为 I5。01×10 m’，I987年总耗水量为 0．44×10gm ．39年平均 

年总耗水量为 0．3849×10=m ．其中生活用水 0。009×1O m ．农业用水 0．267×10‘m ．牧业 

用水 0．108×10=m’．工业用水 0．0009×10’m (表 1)。在人为活动耗水量中农业和牧业用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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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的比倒最大 ，占总耗水量的 94—96 ，生活用水占 3—5 ，工业用水用量最小，不到总 

耗水量的 l 。1958年以前，农田面积小，农业用水量少，只占总耗水量 8 ，牧业用水占的 

比饲较大，占总耗水量的 86 。1958年后 ，随着大开荒 。农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灌溉不断扩 

大，农业用水占总耗水量的65—85 ，而牧业用水减少，其占总耗水量的 l1—3l 。在历年 

人为活动耗水量中，1960年的总耗水量为最大，达 0．99×10。m’，这是由于农业用水剧烈增 

加到 0．90~10jm’之故。在历年人为活动总耗水量中，以 1949年为最小 ，仅占 0．06×10。m。。 

各项用水的比饲数 ，只是该年用水的相对数 ，与历年同项用水量没有可 比性 ，因其总耗水量 

的基数不一，所占比例的绝对数量差别很大。例如 1949年，人为活动总耗水量为0．06× 

10jI'll’，其中生活用水为 0．003×10 m ，占总耗水量的 5 。1987年人为活动总耗水量为 

0．“×10‘m’．其中生活用水 0．013×lORm ，占总耗水量的 3'A，可见这两年人为活动耗水量 

的生活用水的比例数就缺乏可比性 。 

寰 1 青海湖地区人为耗木情况统计寰 

'l'lb．I The statisltq：s of water co_5叫 ptlon by h m -i1~1t~ - 恤 d Qjmltlatat Liikl~ 

生活用水 牧盘用水 农业用水 工业用水 总托术量 

年 骨 用水量 占总耗木 用水量 I 占总耗水 用水量 占总耗木 用木量 占总耗水 ‘
mI) 

‘oA) ‘m’) I ‘ ) {m’) ) (mI) ( ) 

1D87 132o6S7 3．oo 13571808{ 30．85 2855鹊55 6 92 539300 1．23 ‘398‘ 50 

1D86 l28o566 2、33 13486250 24．56 3 4 84 毛 21 4D6145 O．90 $491080fl 

198fi 1272317 2．B8 13354220 30．26 29180086 66．13 320000 0、73 4,1126623 

l●8‘ l25 l7 2、B1 4B 30，16 2963l523 66．46 2fi497~ 0．57 44584063 

l蚰 3 l0O6l6‘ 2．73 O 29．‘l Z9672135 67．27 259900 0．59 44109509 

1952 l0 266 2．66 6 29．69 303933BB 67．16 2刳 000 仉 49 45258180 

1981 ll●375‘ 2．62 l3573O67 29．77 306~1701 67、22 177325 0．a9 45fi9fi8‘7 

l●8o ll88893 0 57 l3009S25 2B、l2 3l97 55 69、l0 9965O 0．2L 46268523 

l9 1181D72 2．64 28、l9 309o4610 蚰 ．95 87030 仉 l9 t48o5l65 

l978 ll“ 788 2．‘8 36666B‘ 29．09 32o6●577 蚰 、25 85825 0．18 46981874 

l●77 ll29●56 2．76 3l、55 26734483 6s、43 lOfi~4fi 嘎 26 4115596611 

1D76 l啪 ●‘7 2．72 31．2‘ 2640L7●t 65．鹪  83230 札 2l 411104937 

1DTfi l。52777 2．74 882 30．83 ~fi446231 66．29 5389O 仉 l‘ 3835fi78o 

1D74 1020∞ 2 2．65 I2I3 32．27 2504168I 6 ％  4" 6O 0+I2 驰 54％ 67 

1D73 " 70o5 2．73 lz5 3‘．26 229t554口 62．B7 51760 0．14 36‘96236 

l972 神 7587 工 72 ll 5 32．88 230¨ 92‘ 6‘+30 37575 0．IO 359200ll 

1971 ¨ 57l5 2．35 l 3 2靴 I3 2738‘∞ 口 6& 15 l 07395 0．07 401邑3305 

197o 9∞ 025 1．70 lIO6659O 20．Bl 41172797 77．45 I 19520 O．04 53162532 

1969 9O9711 l_72 l223o898 23．17 39633031 75．07 l l8855 O．O‘ fi27924●5 

1968 857271 l-68 5 23．76 3940435O 7‘．53 I 16385 O．n3 52S6956I 

1967 875591 1．53 l256n 5● 22．02 43617B7B 76．12 l6l60 m ∞ 570'／3988 

l966 8‘8508 L 59 l22 ＆ 22．船  ‘O409159 75．56 i 111●5 乱 O2 53‘79670 

1965 蛇 $915 1．56 I 2l-5‘ 4l0042Ig 76．B8 11810 仉 o2 53334491 

l●6‘ 818‘32． 1．∞  l0578806 2m 70 3969fi082 77．68 10645 乱 02 5110296fi 

1963 798781 1．65 22823 2乱 呻  37870858 78．2‘ 9655 m d2 ‘8‘021,17 

1962 7$7728 1．‘9 87635加  l6．55 43392334 8l-9‘ 1147fi 仉 02 52955057 

1961 79S“ 5 1．I6 ll|20 6 I7763 B7．59 38o80 0．O5 69015905 

196o 794620 0．B0 7837386 7．88 9o6l2‘ 9L l2 1960‘5 0．20 99440520 

1DSD 6979。‘ 2．09 22 52 2‘86o583 74．56 277665 0．83 333“ l5‘ 

1955 585759 4．56 61．8‘ 4Z86037 a3．2l 49705 0．39 l粕 n3725 

1●57 536287 4．55 Io892 87．‘6 940571 7．98 1．30 0．0l 11789‘80 

1956 509517 ‘．53 87．23 927102 8．2‘ ll253282 

l 5 ‘S32∞  4．4窖 B7．56 8fi9822 ．96 l08oo055 

19fi4 l53S26 ‘．52 B66 87．33 81833D 8．15 l0O‘203I 

19fi3 426305 4．S0 86．30 791322 8．90 $891009 

19fi2 ‘00069 5． 86．62 662340 8．3‘ 僻 4187B 

1951 373337 5．1‘ ‘O9 86．00 6428I8 8．86 72fiSfi64 

1950 347∞ t 5．36 55O57箱  85．o9 61754fi 9．55 6470377 

l“ 9 320777 5．38 50●‘873 8‘．62 5韩 ‘55 I仉 00 5962105 

军平 均 868323 1O7929‘2 26743105 " 336 384977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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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经济活动耗水量对湖水位下降的影响，首先从湖水亏损量来看．历年湖水平均亏损 

童 为 4．36×10 m’，人为活动直接 总耗 水量历年平 均为 0．38×10‘m ，占湖水亏损量的 

8．7 ，所占比重并不大。根据青海省水文总站的资料，1959一l987年间，青海湖水位变化虽 

有波动，但总的趋势还是逐年下降 人为活动总耗水量 l949一l961年是逐年上升，l962— 

1987年人为话动总耗水量虽然有波动，但总持势 是比较稳定的(表 2) 人为活动总耗水量的 

增减与湖水位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看不出人为活动总耗水量的增减与湖水位升降之间的同 

步关系。在人为活动耗水量最多的 1960年和 1958年，潮水位并搜有明显下降的趋势，更不 

是下降幅度最大之年。在人为活动总耗水量较稳定的时段(1962--1987年)中，总耗水量相 

对较步的 1970年和 1971年，湖水并没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所以人为活动耗水量在湖水位下 

衰 2 青海湖地区人为活动耗水与湖水盈亏情况对照衰 

Tab．2 coutr~~bet惴 n hDm|lg activ／／Jes and cin：umm n s of profits snd losses of‘t e w~f．er 

农业用水总轴承t 
青海期盈亏 l~tlM：,Y,-ili 人为括 总艳水量 (101t’ 

n 水量(1o i 海拔‘机) ‘总~(1Oet)i占亏承t‘ )。 总t(10st’l 占 馐( ， 
l i 

1959 l 3l96．58 l 0．33 i f 0．28 ； 

1960 — 1O．39 l 3196 31 l 0．g9 l 9 83 0．91 ： 8 76 

1961 一 lq 84 l 3l96．O7 l 0．69 l 5 37 I 0．60 ： 5．S4 
1962 — 7．68 3195．90 i 0 53 l 6．90 9．43 5．60 

1963 I 一6．77 j 3195 75 j 0．‘8 j 7．09 J 0．38 j 5．61 

1964 j 一0 43 l 3195．74 1 0．51 113．33 I 0 40 1 86．69 

1965 l 一1 36 ： 3l ．7l l 0．83 【 38．g7 3。．I5 

1966 ； 一7．68 】 3195 54 1 0．” l 6．90 5．2l 

1967 f 8 13 { 3195．72 f 0．57 f 

I968 { 14．46 I 3l96．04 l 0．53 I 

1969 · 一B．58 1 3195．65 i O．53 l 6．1e 4 66 

1970 i ～il．75 l 3195 59 l 0．83 f 4．51 

1971 I 一 6．73 l 3195．“ I O．4O l 5．94 O．27 

1972 1．31 3188．47 l 0． l 0 23 

1973 l 一9．19 I 3195．26 l 0．36 I 3．92 0．23 2．50 一 

1974 l —u 38 I 3195．0O i 0．39 } 3．43 O．25 Z．20 

1975 l 0 O l 3195。0 l 0．36 

1976 i 1．75 I 6195．O4 1 0．40 I 0．26 

1977 l 一6．13 I 3l9‘．90 l 0．41 l 6．姻 0．27 4．40 

19他 } 一4．82 f 3l94．79 J O 47 J 9．7s 6．6l 

1979 I 一14．4‘ I 3194．47 1 0 45 I 3．12 2．15 

1980 l —l4．89 I 3194．13 } 0．‘6 l 3．09 0．3： l 2．18 

1981 1 —9．19 1 3193．92 1 0．46 1 5．0i 0 31 { 3 37 

1982 f 0．87 f 3i93．94 f 0．45 f 

i963 】 3．94 3194．03 l 9 “  l 

1964 0．4‘ l 3l94．0{ l 0 45 I 0．30 

I985 一9．63 l 3l9＆ 82 ； 0．‘4 1 4 57 O 29 · 3 01 

1986 l 一1 78 l 3193 78 0．85 1 31 48 0．40 } 22．86 

198"／ I 一3．27 l 3193．79 1 0．4{ I l3．I6 i 0．29 I 8．87 

1968 I 一4 49 I 3193 s9 I l 

降的限粞因子中并非牵制因素．而R是湖水位下降的综台因子之一。从 1959年至 1987年． 

29年闫有 2O年为亏水年 ．占统计年份的 68．97％；8年为盈水年．占统计年份的 27．59 ；1 

年 为平水年 ，占统计年份的 3．44 青海湖的水量入不敷出 ．亏水年在 2／3以上c表 2)．湖水 

位总的趋势是遥年下降 。青海湖水的盈亏与人为活动总耗水量并不协调。例如 1968年和 

l969年 ．人为活动 总耗水 量皆为 0．5×lO II1． ．而 I968年湖水总童增加丁 1 4．46×10 m ． 

1969年湖水总量减少 丁8 58×1O'm 。有的年份人为活动总耗水量有所增加．而湖水总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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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减少，反而增加，例如 1967年 人为活动总耗水量由 1966年的 0，53×IOs13o, 增加到了0．57 

×10 m ，而湖水总量并没有减少，反而比 1966年增加(表 2)。1973年是人为活动总耗水量 

较 少的一年 (0．36×10。m )．但这一年的湖水亏损量达 9．19×10。m 。青海湖的输 出部分主 

要是湖 水面的蒸发量 ，根据水文总站 1959--1988年的资料 计算，湖水面年平均蒸 发量为 

37 24×1O'ra ，人为活动总耗水量在同期仅为湖水面蒸发量的 1．29 。因此，青海湖湖水盈 

亏的多少是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 。 

2．人类经济活动对湖水位下降的量；响 

人类经济活动对青海湖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与青海湖水位下降具有相关关系。青海湖 

地区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使生态环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 

生态系统的失调．破坏了青海湖的补给和保水条件。诸如草场超载过牧，草原退化；牲畜践踏 

破坏草地 ，土壤变干 、土地沙化·大面积破坏森林 ，河流失去了涵养林 ，水量减少；乱砍 滥拣 

破坏灌木，水土流失严重．河流泥沙含量增多；盲目无限度的开荒，修筑公路、铁路，修建房舍 

大量破坏了冬季草场 ；大搞“万里长城”式的 草库仓”．在挡畜墙两边宽 3—4m 的草皮完全 

被铲光 ，沙土裸露 扩兀了沙源等 。促使生态环境急尉恶化 ，加速了湖区荒漠化的进程 ，加大 

流域范围的蒸发量，减少了湖泊的补给量，直接影响到湖水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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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PACT OF HUM AN ACTIVITIES ON THE DECLINE 

OF W ATER LEVEL，QINGHAI LAKE 

Zhou Lihua Chen Guichen Peng M in 

(NorIhwea ptateau Institute pj Biology ，Acader~ia S~tca·x川 g 810001 

Abstract 

Qing~i Lake．the largest inland lake in China．is situated in the northeastern margin of Qinghai— 
Xi拍nR Plateau．Bec矗use of the influences of natural factors and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ecological enviroranent around  the lake has been rapidly deteriorated．The water level of the lake has la'；en 

3．35m and  its surface area shrunk by a 1t~OOkm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s and  the  other data ob- 

tained．the mean water consBmption from the iahe is 4．36× 10‘1'／1 every year．and  artificial water con- 

suInDrion reaches uP to about 8．7 of the tota1．accounting for about 1 of evaporation of the lake slur- 

face|It is not evident that the artificial water consumption is relative to the water fluctuation The decline 

0f Qingha l Lake water level is due to synthetical factors，among which the main one is climatic change·The 

Jailuence of human activiti~s on the lake water level is shown through the eco-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around the lake 

Key words Qinghai Lake．human activities·water level fluctuation·eco‘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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